
历史与文化学院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030400 民

族学

01(全日制)民族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③704 文化人类学理论

④809 民族学调查理论与方法

民族学通论

① 中 国 民

族概论

② 文 化 人

类 学 调 查

方法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与政策

03(全日制)中国少数民族

史

04(全日制)中国少数民族

经济

05(全日制)中国少数民族

艺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③704 文化人类学理论

④810 艺术概论

民族学通论

① 中 国 民

族概论

② 文 化 人

类 学 调 查

方法

060200 中

国史

01(全日制)历史文献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③715 历史学基础(自命

题)④--无

中国通史

① 中 国 思

想史

② 中 国 文

化史

02(全日制)专门史

03(全日制)中国近现代史

04(全日制)中国古代史

学院（所、室）简介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由历史学系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组成，是系所合一的教学

科研单位，拥有历史学本科专业（师范）和民族学、中国史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同时，民

族学也是我校唯一具有博士招生资格的专业，2013 年开始招收首届“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武

陵山区）生态扶贫项目博士”，2014 年获批设立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院的民族学学科系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湖南省重点学科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拥有“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湖南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民委“生

态民族学”研究基地、武陵山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和“武陵山区生态文化与居民健康促进”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研究平台。民族学学科作为吉首大学的龙头学科和博士点建设学

科，填补了湖南省民族学学科建设的空白，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该学科形成民族学、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

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六个二级学科。中国史系吉首大学重点学科。设有中国古代史、中

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和历史文献学四个二级学科。

历史与文化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的教学科研队伍。学院

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23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3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16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省级学术带头人 3 人，省级青年骨干教师 5

人。另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专家 12 人。

学院紧紧围绕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展科学研究，突显特色，取得了硕

的成果丰。2000 年以来，学院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 22 项，各类省部

级项目 40 余项，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署科研项目各 1 项，福特



基金 1项，研究经费共计约 500 余万元。先后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

民族》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出版“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文化与田野

丛书”、“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百苗图研究丛书”、“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

“历史人类学文献典籍研究丛书”和“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经典著作翻译丛书”等学术专著

50 余部，在全国各地建有 17 个田野工作基地。

学院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多次主办或参与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与台湾清华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

等海内外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合作关系。

学科点简介

●民族学

1、民族学

主要包括“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和“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两个方面。“西南地区民族研

究”主要运用民族学学科理论和方法，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族际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宗教信仰及其功能、民族文化形态及其保护等问题展开调查和研究，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经

济与文化发展。“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主要运用民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针对民族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如民族地区社会心理、宗教事务、民族地区社会风险、民

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传统组织与法律文化在现代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为民族地区社会

稳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2、中国少数民族史

主要包括对民族区域开发史、民族历史文献、民族政治、宗族与社区组织、民族政治文

化史、土司制度、多民族社区变迁等领域的研究。着力探讨民族历史与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

变迁及相互关系，重点研究民族历史的文化背景及其机制，分析民族历史的演进与文化变迁

的互动关系，通过阐释民族历史的文化动因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轨迹，以及它们的区域特征，

努力建立“区域史”视野下的民族历史的文化分析模式。

3、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主要包括经济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民族生计方式与产业

发展研究、民族文化产业研究四个方面。将民族学基础理论、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学

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相结合，将民族文化差异理论引入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之中，从文化理

论视野下观照不同民族的经济行为、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差异，探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之经

济规律及其发展道路选择的文化合理性。为民族社会经济之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分析、智力

支持和决策参考。

4、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包括艺术民族学与艺术遗产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与音乐教育研究、民族舞蹈理论与舞蹈

教育研究、民间美术与设计艺术研究四个层面。从民间“底层”来透视民族各类艺术形式下

的丰富内涵，考察特定的文化艺术事实，挖掘、整理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资源，展示民族民

间“文化艺术”的价值与意义。该方向重点关注民族艺术遗产保护、民族艺术史、民族艺术

开发与利用、民族音乐舞蹈、民族宗教艺术、民族艺术美学、民族艺术文献、民族艺术传承

与变迁、民族装饰艺术、民族民居、民间手工艺制作等领域的研究，突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

等）研究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

●中国史

1、中国古代史



该专业立足西南民族社会，面向全国，努力结合本学科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文本文献资料，

主要对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移民、职官制度、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与土司等问题展开研究，揭

示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制度结构、文化与信仰等方面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努力

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范式。

2、中国近现代史

该专业拟在跨学科理论与方法视野下，主要侧重晚清及民国政治、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

化、重要思潮和思想人物、民族国家建构以及近现代民族关系互动等展开研究。在研究对象

上注重社会中层与下层的学术关注，重视田野调查及田野资料的运用，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

3、专门史

该专业主要侧重于民族社会生态环境变迁、民族区域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近代中国政

治与社会思想的研究，揭示某个或某些民族文化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

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反映区域社会，知识、观念和信仰变化的历程，努力结合学科的田野调

查资料，形成学科自身的诠释方法和特色。

4、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形成与发展、整理与利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以历

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尤以西南明清民族文献为研究重点，将文献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以及史

学史、史学思想史等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任务是为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而信实的资料，特

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上为之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和良好的历史文献运用条件。

地 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 120 号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邮 编：416000

联系电话：0743-8563903 传 真： 0743-8563903

联系人及电话：董祥玲 15080882376


